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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片字幕出错谁来背锅？
剖析译制片背后的误解与无奈

在近期放映的进
口大片中，眼尖的观众
常常会发现出现在中
文字幕中的错别字，比
如《金刚狼3： 殊死一
战》中将“检查”写作了
“检察”，《速度与激情
8》的字幕里，则把“报
仇”写作了“报酬”。近
年来引进片字幕翻译
问题常常会引起争议，
或直译生硬、或意译不
准的情况时有出现。

近期《金刚》、《美
女与野兽》、《乐高蝙蝠
侠》等多部电影的片尾
均出现一个名字“传神
语联”， 被四大译制片
厂垄断的引进片翻译
市场出现了全新的势
力。这家突然进入公众
视野的语言翻译公司
其实在业内已经打拼
了12年，在进入引进片
译制行业之前，他们接
过不少广播剧和电视
剧的翻译工作。

记者独家专访了
八一电影制片厂译制
片负责人王进喜主任、
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
王晓巍厂长，以及传神
语联网引进片翻译相
关负责人，并咨询了两
位关注译制片的电影
研究者余泳和陆柏宇，
为各位读者剖析译制
片背后的是与非，误解
与无奈。

时间是译制片的敌人？
以前花25天翻译
现在不超过两周

电影研究者余泳解释为
什么现在的译制时间紧张：
“以前是25天到一个月， 现在
基本没有超过两周的。” 长影
译制片厂厂长王晓巍也证实：
“当时为了赶奥斯卡的宣传热
度，《荒野猎人》的译制时间只
有8天。”而这8天包括翻译、录
音和后期，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务，但长影最终还是
准时提交了译制版，“流程还
是不会变的， 只能压缩时间，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 但是不能
出差错， 还要把人物的对白翻
得通俗易懂，又有哲理性。提到
加班，大家都积极响应，从来不
提加班费， 这些人的精神也激
励着我把译制片干好。”王进喜
主任也举出类似的案例：“《蜡
笔小新》和《海贼王》7天就交片
了，《生化危机》9天就做出来
了，那时都腊月二十九了。”

而时间越赶，出的问题越
多。许多“翻译硬伤”其实是译
制方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
是所有观众的理解能力，其二
是配音的口型。

出于保密引进片大多由
译制方的一个员工独自翻译。
虽然传神语联是一家拥有上
万名员工的大型翻译公司，
“但真正说到听译， 主要还是
一个人”。 王进喜还指出了一
些片方造成的无奈：“像印度、
韩国和一些国家提供的都是
英文字幕台本， 只有台词，连
这话谁说的都没有标明。而且
这些国家本身不以英语为母
语， 他们自己翻译成英语，再
给到我们翻译成中文，这就倒
了两次手了。” 除此之外，由于
中国国情，引进片翻译也要符
合审查要求。

传神语联如何入局？
效率比较高“急活”都找它

按照王进喜的说法，与传
神语联合作，译制片厂主要考
虑的是他们外语和中文水平
都很高，而且效率高。王晓巍
也表示如果片子要得急，则更
倾向于找传神公司。

每年引进到国内的外语
片不足百部，传神语联去年就
翻译了30多部，例如《海底总
动员2》、《海洋奇缘》、《圆梦巨
人》、《爱宠大机密》、《太空旅
客》、《樱桃小丸子： 来自意大
利的少年》等等，平均每个月
就有大概3部影片呈现给国内
观众。

作为一家专业的翻译公
司，传神语联在遇到文化隔阂
时一般是片方及委托方探讨
进行本地化处理，而俚语和文
化梗都是在反复对着画面审
校的过程中发现并着重探讨
后执行。负责人表示：“平时也
会组织翻译老师、导演以及片
方充分交流，为了给观众呈现
最好的翻译作品，离不开多方
的磨合交流和反复的斟酌，这
个过程是痛苦而又充满惊喜
的。”

面对网络上电影观众的
质疑，传神语联引进片翻译相
关负责人表示：“很多时候配
音版也用来做中文字幕版，其
中有翻译本地化的原因，还有
一些是涉及公众影响及敏感
话题等， 需要全方面来权衡。
作为专业的翻译，我们习惯性
坚守文字翻译的准确度，想更
贴近观众的表达习惯。但有时
我们也很尴尬，不得不遵循客
户所认可的语言表达方式。目
前，从品质控制来看，错别字
及差错我们基本达到零问题，
准确度较高。”

■来源： 新京报

字幕差异从何而来？
片方和译制方都会有矛盾

目前国内有四家译制厂：
长影集团译制片制作有限责
任公司（下文简称长影），中国
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译制中心
（下文简称中影），八一电影制
片厂（下文简称八一），上海电
影译制厂有限公司（下文简称
上译）。 除了近两年突然进入
观众视野的传神语联，之前的
绝大多数影片字幕和配音台
本都是这四家译制厂的作品。

经电影研究者余泳证实，
片方送审版的中文字幕和台
本都会给到译制片厂，但有时
译制厂会觉得片方提供的翻
译不够好，有时片方和译制方
又会因为对翻译各执己见而
产生矛盾。

长影译制厂厂长王晓巍
说：“我们刚做完的《攻壳机动
队》就是从日本动漫改编过来
的，女主角的名字也是日语翻
译过来的，我看网上有写成草
薙（ti）素子也有写成草雉（zhi）
素子的。一开始片商给的翻译
是草雉，但是在日本一般用草
薙比较多， 于是我向他们反
映，最终确认为草薙素子。”

当然，有些争议是因为翻
译版本不同，比如《星际迷航》
系列中的飞船Enterprise就
有“企业号”（繁体语境）和“进
取号”两种翻译，译制片观察
者陆柏宇指出：“按大陆的叫
法得翻译成‘进取号’。”

几大译制片厂如何分蛋
糕？王进喜确认分配影片并不
是从题材或语种的角度来考
虑。陆柏宇则给出了更为具体
的数据：“比如去年长春译制
35部，上译24部，北京（八一
厂和中影译制中心现均由王
进喜主任管理） 总共译制3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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